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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宁市志》凡例

一、《西宁市志》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

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

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对西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、系统、科学的记述。

二、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，以专业为主体，类为一志，分类编纂，

由总述、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。

三、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、章、节、目四个层次编排。标题均以事命

名，做到准确简明，结构合理，科学分类，归属得当。

四、全志详今略古，古今贯通，当代为主。年代断限：上限不限，追溯

到事物的发端，下限断至1985年；城区志则下限断至1986年。．

五、全志所记地域范围，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。为反映历史地理沿革，间

有例外。
’

。

。

六、全志采用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。各分志以志为主辅以图、

表和照片。文体一律为语体文，著述体。除引用有特定含义的古籍原文，用

繁体字外，其余一律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。

七、志内纪年、历史朝代沿用通称，括注公元纪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

立后通用公元纪年。地理名、人名及历代政权、官职等，均以原称谓为准。

八、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、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料。资料翔

实可靠。

， 九、各类数据，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，也有使用各有关单位调

查核实的数字。各类数字均按国家规定书写。

十、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单位，除历史资料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沿用原单位

记载，必要的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外，建国后的一律采用1984年国务

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。

十一、本志大事记的记述采用编年体，辅以纪事本末体。
． 十二、人物志分传、简介、表、录四个部分。立传人物遵循“生不立

传一通例，不论本籍或客籍，凡对西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均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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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

《西宁市志·粮油志》(以下简称《市粮油志》)书成付梓问世，此诚市粮

食战线建国以来一件大事。
‘

西宁古城，位于湟水流域。各民族杂处，上溯秦汉，下限1985年。两千

余年问，政权更迭，战争频仍，变化频繁，所辖区域，亦因形势需要，曾几

度变更隶属，故此，资料残缺不全。其中，尤以民国以前为甚，或失之记载．

或焚于战火，有关典籍涉及者，不过一鳞半爪，且相互矛盾，莫衷一是。市

粮食局志办人员，从1986年开始，历经九个春秋，同心协力，遍访“粮工一，

查阅档案，行程数千公里，积累资料百万余言。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

物主义观点，详加分析，补缉阙亡，去伪存真。书稿甫就，又多方征求意见，

反复进行修改，务求克备一方行业之志，以为后世之传。工作备尝艰辛，犹

如沙里澄金，精神感人殊深。’ ·

我国历朝历代，修志不乏先例。但因历史和阶级局限，作者或为_圣

者一讳，’或怕当政者忌，其中偏见和不实之辞，终所难免。今则不然，我们

是马列主义者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讲究实事求是。‘市粮油

志》全书约15万余字，解放后部分占十之七八。全志计6篇16章33节，另

有概述、大事记、编后记等3篇以及图、表、照片若干。编纂者坚持以马列

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，一切从西宁市粮食工作实际出发，尊重历史，秉

笔直书。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粮食工作，既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36年

来对粮食工作的高度重视，对广大群众生活的极端关心。同时，也直言不讳

地总结了因“左一的思想影响，在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和沉痛教训。诸

如三年生活困难、十年。文化大革命一，记述不因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，

或讳莫如深，或文过饰非，又不因拨乱反正，走向另一极端，采取否定一切

的态度。凡是非功过，正确与谬误，统由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实际作为判

断的依据，载之志书。这种勇气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乃实事求是精神之具体

体现。
’

’

今天，举国上下，政通人和，百业俱兴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所谓盛世



当今，垂示鉴戒于未来，关系千秋万代。我相信

使西宁市的粮食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上

生深远的影响。我学识有限，但因从事粮食工作

，故伏案命笔，写了上面一段话，奉上，是为序。
、

刘轩德

1995年4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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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据在民和马场、乐都柳湾、西宁朱家寨等地考古发现，包括今西宁地区

在内的湟水流域，在距今4 000,---5 000年以前，即有了原始的农事活动。后

来，聚居在这里的羌人，囿于生活习惯，却多以。射猎为生一，农业生产远远

落后于中原地区。 i

史载秦厉公时，有个叫爰剑的羌族奴隶，把从秦带回的较为先进的农业

技术传授给羌人，才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到了汉代，后将军赵充国

等相继屯田湟中，湟水流域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，拼且逐渐形成了“田畴
相连，五谷丰登"的小块农业区。当时，不仅军糈就地可供补给，还由于当

地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，粮油自由交易亦趋频繁。‘ ·

其后，历经隋、唐、宋诸朝，包括今西宁在内的古湟中，战争频仍，政

权更迭，中央封建王朝时顾不及此，一切粮食管理机构和使用流通等，7殊少

记载。元代以后，历代中央政府在青藏高原的行政建制趋于稳定，西宁为州

(宋设元继)、为卫、为道、为府、’为县，负责田赋征收、转运以及市场管理

的常设机构，有拘榷课程所、分巡、户房、兵备道、田赋粮食管理处等。。

西宁地区民国及民国以前所产粮食，若无战争和自然灾害，一般可以自

给。当地田赋收入，主要用于军需和各级官员的薪俸开支，少数拨给寺院作

为喇嘛的“衣单口粮一，或用来救助孤儿寡老及灾后赈济。清左宗棠进军西北

后，为补充军糈之不足，实行由军方收买的“营买粮草一政策，酬金优于市

价。民国初年，马麒扩建“镇海军一，将“营买粮草刀的给价勒扣·半。民国

18年(1929年)：孙连仲主青，下令取消其余半价，由农民无偿缴纳，。并成

定例。至马步芳任青海省政府主席，。营买粮草"数额不断增加。民国28年

(1939年)，竟超出田赋正额5倍以上，时人称为青海省“五害’’之l(“五

款、马款、拔兵、壮丁训练和营买粮草)o．7‘

前，西宁无专门的粮食市场，多由农民负粮进城，沿街叫卖。清

740年)，始建粮面市场3处，并出现专门经营粮食的商户。至1949

西宁解放，全市粮商(包括斗行)4计有38家，面铺12家，大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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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子斗行街和中南关一带。

西宁地区粮食市场价格，历来不但受自然条件的制约，且受运输、战争

等因素影响。西汉宣帝时(前73～前49年)，西宁地区粮食每斛(时十斗为

一斛)，仅值八钱。而到东汉安帝时(107"-,125年)，由于连年战争，交通阻

塞，每石粮食竟涨至万钱。其后诸朝，虽也强调平抑粮价，休养生息，但

“米贵害民，谷贱伤农"现象，仍非一朝一代所仅见。北宋时，兰州与河州粮

价每石三十贯，湟州(今民和下川)为五十贯，而鄯州(西宁)则高达七十

贯。清乾隆五年(1740年)，西宁小麦每京石(约55公斤)银一两二钱，光

绪二十六年(1900年)，为一两六钱，其间160年粮价上涨33．3％。．民国18

年(1929年)甘肃大旱，饥民涌入青海，西宁小麦每宁石(487．5公斤)涨

至银币80,--,90元。此后数年粮价回落，民国19年(1930年)每宁石50元，

22年(1933年)每宁石20元i 25年(1936年)每宁石30元。抗日战争胜

利后，蒋介石发动内战，财政困难，货币贬值，物价飞涨“民国37年(1948

年)元月，西宁小麦每石法币73万元，同年8月则涨至2 310万元，8个月

间粮价上涨30倍。涨风所及，城乡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‘

隋开皇年间，西宁民间曾设社仓(义仓)，将粮食“储之里巷，以备荒

年一，专供赈灾之用。明洪武年间，西宁地区建粮仓100间。清代先后续建新

仓36间，恩济仓2座，又建社仓1座和4乡社仓14座。民国时期，上述粮

仓多已废弃，新建和扩建新仓125间；又建社仓和义仓各1座(后被马步芳

地方当局收作军用仓)o．
“ ”

’，‘西宁粮食运输，分水陆二途。水运始于西汉，运载工具多为牛皮筏子，沿

湟水而下。官日漕运，民日贸易I陆运远可至今之兰州，近及于西宁周围诸

．县，运载工具主要为马、骡、驴、牛等畜力，辅之以大板车。民国期间，虽

有简易公路可通兰州及省内海南、玉树，果洛等地，但汽车运输仅限于军粮

和军用物资。，其余粮运，仍以民间畜力为主。

西宁粮食加工，古代先民曾利用“冰臼’’碎粮以为食用：西汉传进水碓，’

‘唐传进水磨后，粮食加工得以改善。民国年间，西宁水磨得到很大发展，直

到西宁解放后50年代，居民所食面粉，依然以民间水磨加工为主。

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，人民政权成立。此时，西宁市百业待举，尚

无专门的粮食管理机构，亦无专门的粮食商业企业。举凡粮食的购、销、调、

存、加工等事宜·统一由青海省粮食局负责。1950年夏，青海省贸易公司粮

食店成立，并在西宁市附设2个门市部，专门从事粮食经营。其余则由青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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